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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革螨是螨类中比较常见的一大类。它们种类多，分布也广；其中有很多是寄生在脊椎

动物上，有时对人类也造成危害，如厉螨科、血革螨科、皮刺螨科等种类。半个世纪以前，

开始有关于革螨引起皮炎的报道。 以后逐渐查明革螨在自然界中可自然携带各种病原

体，包括病毒、立克次氏体、细菌、螺旋体、原虫等；而且通过试验证聪，病原体还可以在革

螨体内经变态期和经卵传递。这说明革螨在某些传染病的流行病学上，有着相当重要的．

意义。另外，有些革螨与农业有关，如为害蜜蜂的大蜂螨和小蜂螨；也有些捕食性的革螨，

如植绥螨，对于某些农业害螨的发生，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于革螨的研究，近二十多年来有较快的发展。不少国家普遍开展调查，新种、新属

不断发现。由于种类的增加和研究工作的深入，现有的分类系统也有很大改进。我国在解

放以前，革螨研究工作几乎完全空白；这是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科学事业受到严重摧残。

解放后在党的革命路线和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科学事业有了蓬勃发展，革螨研究工作也得

到迅速前进。通过1963年第一次全国蜱螨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对革螨研究工作也起到很

大的促进。而今，不少单位通过种类调查、生活史研究以及与疾病关系等工作，编写革螨

专辑或地方志，为我国革螨工作初步打下良好基础。

本志的编写，主要根据我们已有的标本和有关资料。全书共记述11科42属142种；

其中着重于寄生在脊椎动物的种类，与农业有关的或在分类系统上有代表性的种类，也尽

量包括。据初步统计，我国革螨现有的记录大约有13科48属160余种，有些种类由于较

为鲜见或者尚存在问题，本书暂未编人，有待今后进一步补充与厘订。

本志的编写工作，在动物研究所昆虫分类区系研究室的领导下进行，原稿由潘镲文写

成，以后由邓国藩修订和增补，路治邦参加标本采集和文稿整理，王慧芙协助查对文献，崔

云琦参加部分制图和清稿。我们在工作中承有关卫生防疫部门和医学院校给予热情支持

和协助，在此表示衷JI、2．的感谢。由于我们政治和业务水平有限，书中有不足和错误之处，

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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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一)分类地位

革螨gamasid mite以往又称“蚊鲆”、“腐食螨”，属于蛛形纲Arachnida， 蜱螨

目Acarina，中气门亚目Mesostigmata，革螨股Gamasina。

蜱螨类的分类系统，近二十多年来各学者意见未完全一致；同样，对革螨的分类地

位，也存在一些分歧。Baker和Wharton(1952)将蜱螨目分为5个亚目，革螨作为

中气门亚目中的一类，下分24科。BpereToBa(1956)根据3aXBaTKHH的意见把蜱螨类分

为3个目，革螨作为一个总科隶属于寄型螨目Parasitiformes，但JIaHre(1957)则把

革螨作为一个亚目。Camin和Gcrirossi(1955)认为革螨应作为蜱螨目、中气门亚目

中的一个股(Cohort)，下分为2个总科，即寄螨总科Parasitoide各和欢螨总科Zer—

conoidae。Baker和Camin等(1958)也同样把革螨作为中气门亚目中的一个股，但

下分3个总科(其包括25科)：寄螨总科(包括22科)，炊螨总科(包括2科)，表刻螨总科

Epicrioidea(包括1科)。近年Krantz(1971)又将蜱螨类上升为蜱螨亚纲，下分3个

目，革螨属于寄型螨目、中气门亚目中的一个股。可见，各蜱螨分类学者意见虽有些不同，

但把革螨作为一个股是一个趋势。

(二)种类与分布

全世界整个螨类据Krantz(1971)估计超过50万种。Radford(1950)记载已知

的螨类超过1，700属，约三万种。革螨种类也多，广布世界各地。据Baker和Wharton

(1952)报道：Vitzthum(1931)估计中气门亚目约1，300种，其中革螨占75％以上，

即800余种。而自1931年以后，新种陆续报道，且有不少尚待发现，因此，以上估计数是

极为初步的。Strandtmann和Wharton(1958)列出寄生于脊椎动物的革螨共600多

种和亚种。显然，若包括自由生活种类，则远不止此数。

我国的革螨分类研究，解放前几乎是空白，解放后才得到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

至今全国已知大约13科，48属，160余种O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从亚寒带伸

展到热带，动物、植物种类均相当丰富，由此推测革螨亦必然十分多样。因此，目前已

知种数与实际恐相差悬殊。 据BpereToBa于第15届国际动物学会上报告苏联革螨区系

时说，在苏联的名录中包括95属，大约300种。 此数字可作为估计我国革螨种数的参

考。

我国的革螨区系，亦如其它动物，属于古北区和东洋区范畴。郑作新、张荣祖(1959)

的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将我国划分为东北、华北、蒙新、青藏、华中、西南及华南七个区，前

四者属于古北界(区)，后三者属于东洋界(区)。根据这种划分，我们统计了目前我国已

知160多种革螨的分布，古北区的58种，东洋区的53种，古北和东洋两区兼有的34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还有少数的种因分布记录不全未有统计。 我国东洋区无论动物或昆虫种类均十分丰富，

革螨也应如此。上述统计材料，可能是因为对东洋区还未作更多的采集调查的结果。 因

此，今后仍须努力。

我国革螨区系资料，目前虽尚欠缺，但仍可看出若干问题：
。

1．华北虽属古北区，但亦有若干东洋区的革螨存在。例如寄生于社鼠、白腹巨鼠的

特厉螨Laelaps traubi(分布于福建、广东、云南、四川；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四毛血

革螨Haemogamasus q让口dr{se纽tus(分布于云南；印度尼西亚、日本)可在河北发现。

三角血厉螨Haemolaelaps triangularis(分布于福建、四川)可伸展到河北、山西。可

见华北兼有东洋区的种类。而内蒙古、东北则纯属古北区系，尚未发现东洋区的种类。

2．西南和华中地属东洋区，但亦有少数古北区的革螨存在，如北野血革螨Hae-

mog口m口s札s kitanoi、赛血革螨H．serdjukovae的分布延伸至四川境内。而在华南尚

未发现古北区的种类。

3．我国革螨的区系与世界各大区的关系，根据我国已知种在其他大区的分布情况分

析，新北区与我国具有相同种类较多，非洲区和澳洲区次之，新热带区则极少。t

4．有些种类可能是我国的特有种，例如东方真厉螨EulaeIaps dongfangis在我

国分布相当广，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安徽等省均有记录，而其

他国家迄今未发现。又如寄生于草原鼢鼠、东北鼢鼠的巨腹赫刺螨日irst{o竹班st‘s t，e体-

tricosus分布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数量相当多，而邻近国家尚未见报道。

革螨的分布与宿主有密切关系。革螨体型虽小，爬行速度、距离亦很有限。然而，其

宿主非常广泛，如林禽刺螨Or竹{iho俺可ss口s sylviarum、鸡皮刺螨Dermanyssus gal·

linae寄生于鸟，赛蝠螨Spinturnix psi寄生于蝙蝠， 家蝇巨螯螨Macrocheles

muscaedomesticae寄生于家蝇等，它们借助于宿主的飞翔、迁移而广为散布。

(三)生物学特性

生活方式 革螨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可以分为自由生活与寄生生活两类型。

营自由生活者栖息于枯枝烂叶下、朽木上或干草堆里，以腐败的有机物或其它小的节

肢动物为食。一般的说，它喜潮湿，干燥环境对它不利。有些类群生活在家畜和家禽的粪

堆里，如在羊粪、鸡粪、鹅粪里，可发现羽腹巨螯螨MacrocheIes plumiventris，家蝇巨

螯螨、光滑巨螯螨M．glaber，粪巨螯螨M．merdarius，茅舍血厉螨Haemolaelaps

casalis等。不同种在粪便中的食性不同。据文献报道：光滑巨螯螨和羽腹巨螯螨拒食腐

败的粪草而吃白线蚯蚓。但有人在饲养羽腹巨螯螨时，它们以蝇卵和马粪为食物，若只喂

蝇卵，则幼期不能发育，可见粪便含有正常发育所需的某些物质。生活在粪便中的革螨还

以粪虫甲虫、蝇等为扩散工具，如光滑巨螯螨和家蝇巨螯螨的幼期附着于家蝇体上，从一粪

堆扩散到另一个粪堆。

有些类群生活在仓贮品中。例如在红糖中可发现跗蠊螨Blattisocius tarsalis，等

钳蠊螨B．dentriticus，拱胸血革螨Haemogamasus pontiger，茅舍血厉螨Haemo·

laelaps casalis等。在大米、米糠里可找到厩真厉螨Eulaelaps stabularis，溜下盾螨

Hypoaspis lubrica等。仓贮中的革螨，有的以仓贮品为食，有的则捕食仓储品中的其它



螨类或蛾类幼虫。而有些寄生于鼠上，如赫刺螨属Hirstionyssus中的某些种，有时在

仓贮品中也偶尔发现。

此外，尚有一些革螨如植绥螨科Phytoseiidae某些种在植物上捕食其它螨类。至

于啮齿动物、鸟的巢穴里，更可发现大量的革螨，其中包括自由生活者和寄生生活者。

营寄生生活的革螨，其宿主非常广泛，寄生部位包括体外和体内。如内刺螨科En-

tonyssidae寄生于蛇的呼吸道，鼻刺螨科Rhinonyssidae寄生于鸟的鼻腔内，而皮刺

螨属Dermanyssus的某些种寄生于鸟体外，厉螨科Laelaptidae、血革螨科Haemo-

gamasidae等寄生于啮齿类体上。

不论寄生性的或捕食性的革螨均有嗅觉和味觉。据孟阳春(1964)报道：当茅舍血厉

螨的第一跗节接触到水、生理盐水或糖水时，立即摄食。但当接触到阿的平溶液、盐酸或

浓糖浆时，则立即避开；对醋酸溶液在距其边缘尚有数毫米而未接触时，即转向相反方向

爬行。有人在试验蛇螨的感觉能时，用T形管，一头通向装有活蛇箱，另一头贝Ij通向空

箱，把饥饿的蛇螨置于管底，结果发现螨爬到T形管的分叉处，此处有蛇的气味通过，但

必是活蛇。死蛇、蛇血则无反应。若第一跗节被截去则嗅觉便消失。 有人认为附着于家

蝇的家蝇巨螯螨是由于受到家蝇体表的某些化学物质的引诱。该螨喜成蝇胜于蝇卵。它

对氨、粪臭素的气味也很敏感。有人用电子扫描显微镜照相，观察到该螨的第一跗节至少

具有8根细长的感觉气味的感觉毛。

革螨对宿主的选择因不同种而异。有些种类对宿主的特异性较明显，如毒厉螨Lae·

laps echidninus、耶厉螨L．jettmari、纳厉螨L．nuttalli，而有些革螨其宿主相当

广泛，如格血厉螨Haemolaelaps glasgowi、厩真厉螨等。在动物体表采集革螨时，通

常发现雌螨较多，而雄螨较少见，巢穴中也是如此。

寄生性的革螨以宿主的血液或体液为食。吸血习性在不同的种类表现不同。有些临

时性寄生的，只有吸血时才在宿主体上，饱食血后即离开，在巢穴里隐蔽和产卵，如柏禽刺

螨0r住{tho馆管sst‘s bacoti，鸡皮刺螨Dervnanyssus gallinae等。这类螨由于宿主可

能经常不在巢内，因此，其忍饥能力较强，一旦有机会吸血，便大量饱吸一次，如鸡皮刺螨

一次吸血量为其体重的8一12倍。吸血量大，产卵亦多，反之则少。有些种类是经常寄生

于宿主体上，如鼠厉螨LaeIaps muris，毒厉螨等。这类螨因为随时可以吸食，所以忍

饥能力一般较差。

生活史 革螨的生活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卵、幼虫、第一若虫、第二若虫、成虫。具

有这种完全的发育各期是自由生活型的特点。在一些寄生

性的革螨则减少发育期数，如成虫直接产幼虫或第一期若

虫(见右图)。采取这种方式可降低后代的死亡率。因为各

幼期对外界不良环境以及天敌等抵抗力较弱，容易死亡或

被消灭。

繁殖与寿命 革螨的繁殖有孤雌生殖现象，例如巨

螯螨从孤雌生殖的卵发育为雄螨，可与其母螨交配。

经交配所产后代的雌雄比例，因不同种而异。例如茅

／／卵、＼
成虫

＼
第二

’幼虫

I
一若虫

革螨生活史示意图

舍血厉螨，雌雄之比为3：1，厩真厉螨也大致如此，而柏禽刺螨or竹Ⅲlon可ss扯8 bacoti

则雄性略高于雌性。



革螨的交配方式大体相似。雄螨由雌螨的后面或侧面爬到雌螨底下，两性前、后方向

一致，腹面相对。雄螨导精趾将精囊传人雌螨生殖孔内。精囊破裂，精子进入雌体，雄螨

将精囊拉出来，交配即完成。寄螨科Parasitidae雄螨的第二对足粗壮，有距，当传送精

囊时，用来抱握雌螨。厚厉螨属Pachylaelaps的某些种，其须肢端节膨大，协助打开

雌的生殖孔以传人精囊。
革螨寿命的长短，因不同种而异。一般的说，寄生型的寿命较自由生活型的长。例如，

柏禽刺螨在20一25。C条件下能活5—6个月，而埋螂异肢螨Poecilochirus necropho-

1．{雌螨寿命仅9—10天。幼期的寿命不同种类亦不同，例如柏禽刺螨的第一若虫最多活

一个月，血红异皮螨Allodermanyssus sanguineus未取食的第一若虫则最多能活10

天。毒厉螨的幼虫在30。c，90％相对湿度下，活一周以上。

活动 革螨的活动与温度有关，不同的种适应的温度不同。 据报道，游蛇刺螨

Ophionyssus natricis喜在20一23。C处停息，如高或低于此温度则逃避，或行动不正

常。其活动速度随着温度增高而加快，直至30一40。C，超过40。C速度大大降低，45—

50。C则昏迷，50一55。c，5秒钟全部死亡。寄生于哺乳动物的革螨适应的温度比寄生于

蛇的高。据报道，毒厉螨喜欢在23—35。C处停息。孟阳春(1964)报道；茅舍血厉螨活

动的高温阈为45。C，低温阈为6。C。蛭状皮刺螨Dermanyssus hirundinis活动的高

温阈(51℃)较茅舍血厉螨高，同时在各种温度下的爬行速度也可看出前者较后者为喜热

种类。这一观察结果与它们在自然界生活情况一致。此两种革螨常居于一个鸟巢中，可

能蛭状皮刺螨居于巢的内层，即近鸟体层，而茅舍血厉螨则居较外层。

(四)与人类的关系及防治

革螨种类多，分布广，与人类关系密切。其重要性表现在流行病学意义及经济意义

上，因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与疾病关系 革螨与疾病的关系，在半个世纪以前，人们只知道它能叮咬人而引

起皮炎。嗣后，逐步查明通过它的叮咬可传播各种病原体，包括病毒、立克次氏体、细菌、

螺旋体以及原虫等。

1．皮炎 侵袭人的螨，常见的如柏禽刺螨、囊禽刺螨0r竹例lo竹可ssus bursa、鸡

皮刺螨等，叮咬部位主要在腋窝、腰及皮肤柔软之处。被咬后奇痒难忍，心情烦躁．伤处

多形成细小的丘疹，如大量时，则呈疹状伤痕，外观颇似荨麻疹，严重时出现急性皮炎。

2．肺螨病 肺螨病是猴类的疾病，由肺刺螨属Pneumonyssus中的种类寄生于

猴肺而引起。被寄生的猴肺往往形成大小不一的结节，结节直径可达4—5毫米。一个结

节内有20只或更多的螨。幼螨甚至能游离于支气管中。

肺刺螨也为害人，据报道，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发现在呼吸器官不畅快的病人中有此

螨寄生。因此，热带地区的人有可能发生肺螨病。

3．流行性出血热 又称有肾脏综合症的出血热。此病的流行有严格的秋冬季节

性。它的病原体迄今尚未查明，有些学者认为是病毒，有些学者则认为是立克次体。但一

般公认啮齿动物中的某些鼠类是此病的传染源。 ．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北野政次(1942)从黑龙江省的黑线姬鼠体上获得的耶厉螨



Laelaps jettmari分离出流行性出血热的病原体。 qyMaKOB等(1956)从苏联伏尔加

河上游姬鼠体上所采集的巢搜血革螨Haefnogamasus nidi、格血厉螨Haemolaelaps

．glasgowi、淡黄赫刺螨Hirstionyssus isabellinus中也分离出流行性出血热病毒。至

今，一般认为革螨是出血热的传播媒介，姬鼠是储存宿主，也是传染源。

4 7森林脑炎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革螨与此病的病毒有传播及保存的关系。例如有

人从鸟巢采到的蛭状皮刺螨和在跑鼬及田鼠巢中搜集的厩真厉螨、巢搜血革螨、按步血革

螨Haemogamasus avabuIans等分离出病毒，明确了革螨自然带毒的实侈!I：现在知道

有10多种革螨可以自然带毒。有入用淡黄赫刺螨H订stion可ssus isabeZlinus和鼷鼠赫

刺螨H．muscuIi试验，这两种螨均可由叮咬病鼠获得病毒，而且保存病毒达75天以

上，并从动物传给动物。有人推测革螨参与森林脑炎病毒的循环主要是非流行季节，在

秋冬季节当硬蜱消失时，革螨对病毒的循环和保存起到作用。

5．野兔热 近年来赫刺螨属的种类对传播野兔热的作用已被查明。淡黄赫刺螨、

鼷鼠赫刺螨对野兔热很容易感染而且传播给健康动物，并证实病原体在它们体内可经卵

和变态期传递。此外，有人还从格血厉螨、鼠厉螨Laelaps muris分离出病原体。

6．Q热 据报道，在Q热自然疫源地从不同生态的革螨中多次分离出自然感

染的立克次体，这些革螨包括茅舍血厉螨、东北血革螨、鸡皮刺螨、血红异皮螨、仓

鼠赫刺螨Hirstionyssus criceIi、巴厉螨LaeIaps pavlovskyi、游旅肤剌螨Pel—

lonyssus viator等。一般认为，革螨可参与Q热疫源地循环，起保存与扩大疫源地的

作用。

7．地方性鼠型斑疹伤寒 在苏联曾从家鼠上采到柏禽刺螨及毒厉螨分离出病原

体。试验证明柏禽刺螨在动物体上饲养能获得感染，并能通过叮咬将病原体传给健康动

物。柏禽刺螨对病原体而且有经卵传递与经变态传递的能力。但也有学者根据柏禽刺螨

大量侵袭人时曾在居民点检查了三千人均未发现类似病例，而怀疑柏禽刺螨对鼠伤寒的

流行病学意义。

8．鼠疫 日本山田曾用柏禽刺螨叮咬病鼠，然后叮咬健康鼠，结果有的健康鼠死

亡，而且有明显病变。 在苏联曾从死亡于鼠疫的小家鼠体上搜集到的阿尔及利亚厉螨

Laelaps algericus分离出鼠疫杆菌，美国有人用脂刺血革螨Haemogamasus lipo-

nyssoides作鼠疫杆菌感染试验，在吸血后24小时之前，在鼠体内发现鼠疫杆菌，但根据

他们自己的试验，认为革螨在自然界中不能起传递鼠疫作用。

9．钩端螺旋体 在苏联有人在钩端螺旋体病疫源地中搜集了大量革螨种类进行

研究，均未能证明革螨带有螺旋体。但试验证明，柏禽刺螨对黄疸出血性螺旋体可因叮咬

而获得感染，在螨体内可保存达25日，并能再叮咬而传给豚鼠。即使只经一只柏禽刺螨

叮咬，亦能引起豚鼠典型发病。

10．淋巴球脉胳脑膜炎 苏联有人从巢搜血革螨、厩真厉螨、淡黄赫刺螨、鼷鼠赫

刺螨、田鼠厉螨Laelaps avalis及一种血厉螨的检验，分离出5株病原体。通过感染试

验，进一步证实革螨是传播媒介。

11．疱疹性立克次体病 此病发现于苏联乌克兰地区，鼷鼠与家鼠为主要的储存

宿主，血红异皮螨为传播媒介。

12．圣路易脑炎 这是北美的一种病毒性疾病。有人从鸡皮刺螨分离出圣路易脑



炎病毒，并提出病原体在螨体内可经卵传递。 用感染性的螨悬液注射到雏鸡与小白鼠体

内时，也曾发生感染并分离出病毒。

13，立克次体痘 国外报道曾从病人家中采到的血红异皮螨、柏禽刺螨分离出病

原体。有人证明带病的传染源是鼷鼠，血红异皮螨是主要的传播媒介。革螨叮咬吸血弓l

。起传播，病原体可以由螨经卵传递及经变态传递。

污染仓贮物 仓贮物中的螨类相当复杂。Krantz(1961)曾就美国西北部三地仓

库的450个感染螨类的谷物样品进行试验，并将其分为三种食物嗜好类群。第一种螨类

是直接以破损的谷粒及谷物尘屑为食料，同时被作为捕食性螨类的食料来源，经常与捕食

性螨类同时存在于贮粮中，这种螨类如粉螨科Acaridae种类。 第二种螨类是由仓贮

的捕食性螨类与多数寄生于栖息贮粮中动物上的螨类组成，如蠊螨科Blattisocidae、厉

螨科、血革螨科以及肉食螨科Cheyletidae等种类。在第二种螨类中的寄生性螨类，是

由其宿主(包括啮齿类、鸟类及昆虫)引入仓库的。 第三种螨类是大量存在于含水分高的

谷物中的食菌性及食腐性螨类，如食菌螨科Anoelidae和嗜腐螨科Sapr091yphidae

的种类。
。

t

由上述可见，仓贮物中的革螨，其种类数量均不容忽视。忻介六(i§66)曾列出中国

仓贮螨类名录共56种，其中革螨占10种。我们曾在一次进口红糖的检疫中，检出11种

螨，其中革螨种类占一半。这些革螨按食性而论有捕食性的，如跗蠊螨Blattisoeius

tarsalis，有寄生性的如赫刺螨。这些螨类虽然习性各有不同，但就污染食品而言，对人

民健康会有一定的影响和为害。

危害养蜂业 目前，我国蜜蜂体外寄生的革螨，主要有二种：大蜂螨Varroa

jacobsoni和小蜂螨TropiIaelaps cIareae。我国不少地区蜂场里的蜂群受其危害，有

些地方相当严重，影响了养蜂业的发展。 除上述两种外，还有印度新曲厉螨Neocy·

pholaelaps indica，虽然它与蜜蜂非寄生关系，但由于它附着蜜蜂体上数量往往很多，

以致影响蜜蜂的活动和发育。

作为生物防除的可能性 有些捕食性的革螨是否可作为害虫生物防除的可能，近

十多年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广东昆虫研究所等单位曾进行利用一种植绥螨防治桔全爪螨

(柑桔红蜘蛛)Panonychus cirri的研究，结果表明：捕食性幼螨喜食红蜘蛛的卵，平均

每天可食卵7粒；若螨喜食红蜘蛛的幼螨和若螨，平均每天捕食5头；成螨可捕食红蜘蛛

各虫态，但嗜好捕食若螨和幼螨。雌螨产卵期间的捕食量较大，每天捕食红蜘蛛若螨lO

头左右。雄螨捕食量不大，每天仅捕食红蜘蛛幼螨或若螨l一2头。Chant(1961)在温室

内，用智利食植绥螨PhytoseiuIus persimilis防治菜豆上的红叶螨Tetranychus￡e-

larius，效果很好。这种捕食螨繁殖发育迅速，活动性强，贪食，一只雌捕食螨能够完全

消灭5只雌棉红叶螨在2周内所繁殖的个体。但不食棉红叶螨的卵。Chant(1957)还报

道：植绥螨一天能消灭90只瘿螨。此外，家蝇巨螯螨捕食家蝇幼虫和卵是大家所共知的

例子。据报道，该螨每天吃19．8粒家蝇卵。有人作过这样的试验：在一个小牛圈里，在

含有螨而又未经药剂处理的粪堆，产生的蝇比另一堆曾用化学药剂杀螨的粪堆要少61--

67％。

上述事实说明，用某些捕食性革螨作为害虫生物防除手段是可行的，而且它比化学药

物防治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值得开展试验研究。



防治

1．药物灭螨 有机磷类如敌百虫、敌敌畏、乐果、杀螟硫磷等杀螨效果颇佳，药量

可用杀螟硫磷或敌敌畏0．1克／米2，配成O．2％水溶液，均匀喷洒地面。如喷洒草地，药量

应增加到0．2克／米2。氯化烃类如DDT、林丹、毒杀酚、艾氏剂等，对螨的药效不好。

在室内熏杀时，可用90％敌敌畏原液0．1毫升，米3，自然熏杀7小时，可全部杀死毒

厉螨、厩真厉螨等。如作隔水加热急速熏杀，2—3小时即见良效。

杀灭鼠窝内的革螨可采用以下方法。1)氯化苦熏杀： 用棉花球浸吸2毫升氯化苦

液，投入鼠洞，然后堵住洞口，可杀死鼠和螨。2)敌敌畏自然熏杀：每洞用o．5一l毫升敌

敌畏原液即可。如鼠道较长，药距巢1米以上，则需酌情增加药量。3)敌敌畏烟炮；按敌

敌畏1份、氯酸钾l份、硫酸铵0．4份、木屑2份混合后装入纸筒中，一端加上引信。使用

时点燃引信，投入鼠洞，将洞口堵塞。一般每洞用l一2克敌敌畏，杀螨效果达70一90％，

同时灭鼠达50一70％。

在小自鼠及大白鼠的饲养房中，如卫生情况欠佳，往往发生大量柏禽刺螨。防治办法；

1)用敌敌畏原液，0．1毫升／米3，加热急速熏蒸动物饲养室(密闭)。2)杀灭饲养动物体

外的螨，可用l／500敌百虫(兽用90％)液洗擦。3)鼠笼等用具可用f／l000杀螟硫磷液

洗刷或用开水烫洗。由于药物对螨卵杀灭效果不佳，因此，需要在一周之后进行第二次处

理。

2．驱避 叮人防护可使用驱避剂，如避蚊剂(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天津产)、

DETA、701防蚊油(沈阳产)、避蚊酊(南京产)等涂在皮肤上，亦可用浸药布系于手腕

或涂药于袖口、袜边等处。

3．灭鼠 灭鼠是防除草螨的主要环节。灭鼠的方法很多， 大体上可分为机械方

法和化学方法。

机械方法可用板铗，捕鼠笼以及在除四害运动中群众创造的各种简单易行、就地取材

的有效方法。

化学法主要以化学药剂作为毒饵，如用磷化锌(Zn。P。)与日常鼠类喜爱的瓜菜、肉

食、米饭或炒豆面之类，配成含药量3一lo％的混合剂，再加适当油料增加诱力。使用毒

饵时要注意安全，防止人、畜中毒。

4．清除动物巢穴 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搞好环境卫生，清除鼠穴，消灭革螨的孳生

地。此外，鸡、鸽子等的窝里常常发生大量的革螨，有时侵袭人。因此，不要在住宅内饲养

家禽。如发现家禽窝里有革螨，可用药物杀灭。

(五)标本的采集与制作

在革螨的研究工作中，标本的采集、保存以及制作是主要的环节。

采集

1．宿主体 如前所述，革螨的宿主非常广泛，包括昆虫、蛇、鸟、小兽等，因此，采

集时应根据不同宿主采取不同方法。捕获小型兽类，要分别放入白布袋内，扎紧袋口，以

免革螨逃出。将口袋放入密闭器内，用乙醚熏杀革螨，约20分钟即可。用小镊子检出体

上的革螨。布口袋内的革螨往往比体上的多，切勿遗漏。如没有条件药熏，则直接检查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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